
4. 光谱特性

图 4(的是用 44W型单色仪测得的光谱分布，

蜂值波长在 842nm，谱线半宽度 <O .2nm 。

本文得到了本院张兴德副教授的指导3 吉林大

学的金恩顺老师和任临福老师分别帮助进行了某些

测试和工艺工作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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锁模脉冲列的稿合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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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T 本文报道了在被动锁模激光振荡糖中各脉冲列的树合效应.给出了多种实验结果.分析了产生这种

效应的机制，给出了改善锁模激光振荡器性能的方法.

关键词T 钦玻漓， 被动锁模，稿合效应

在校玻璃被动锁模激光振荡器的激光输出中，

常会看到主脉冲近旁有几个伴随脉冲p 这会使激光

脉冲大大加宽p 而且脉冲中有多峰结构，这对超快时

间定量测量是非常有害的。经研究发现，这是由各

脉冲歹IJ间的糯合效应造成的。任何种类的被动锁筷

激光振荡器中p 此效应都可能发生作用。研究此糯

合效应p 可深入了解被动锁模激光振荡器的各种脉

冲列形成过程，并可有效地提高锁模激光器件的水

平。

-、实验装置和实验结果

由平面全反射镜f日凹面反射镜构成谐振腔。 凹

面曲率半径为 2.5m，反射率为 50%，谐振腔腔长为

1.5m。 腔中激光激活介质是敛玻璃棒p 锁模染料盒

和激光成布饵斯特开j放置。锁模染料是五甲川 1-二氯

乙玩溶液@染料盒的两通光侧壁是厚 2mm Kg 玻璃
板，中间接料溶液层厚 2mm 。

对锁模激光输出用双光子荧先法进行了涮旦。

激光输出有时只有一列脉冲，有时有多歹IJ脉冲，这些

脉冲歹IJ很靠近，而且各脉冲列之间的脉冲间隔龙恒

定的，为 36ps。在有些被动锁模激光振蔼器的输出

中p 这些脉冲靠得很近，几乎朵分不开(也 因此实际

光脉冲就是这些脉冲的包络，成了很宽的脉冲。

因 1

激光在染料盒中的传播情况如阁 l 所示。当一

个激光脉冲经过染料层的正申间平面上的一杰A 传

播到染料盒外界面的点 D 时，大部分光能fZ经 D 透

射到空气中，一小部分光能量(约4%)反射回来传

.7U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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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土边的脉冲间陌足由 A 经 D 到 B 的光再决定

的.很容易算出其光在为 10 .56mm，激光脉冲经历

这一光1';1.兀:时间

10. 51l mm 
t=;一一 c 一一-35 .2 ps 

其 rr C' 巳其空 l和光速。计算结果可 l识H'f的脉冲时间

问陌(36 ps) (N.相符。 汩汩伴随 Ij1<冲和主 q1<.冲之间的

时间间隔恰足主激光脉冲出处料旦开始经染料盒

夕!、 JE面反射.反射光问j!IJ染料层所经历的时间。

二、脉冲到间的帽合效应

上~ ÎJ结果表明主激光脉冲经?是料企丢面部分反

射 (10激光 . 再照射~料旦时，引起了另一亨IJ谈悦激光

R~ ì巾的产生。

.'-献口， 2J详细描述了被动锁摸激光脉冲的产

生过程 茧，脉冲歹IJ对w脉冲歹1]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脉

冲列的选fÍ!， 织 l而在一定条件下p 强)j.jd呼吁IJfilS WJ f乏某

些D:]脉冲歹1 ] ，/]增长2 将出现乡歹1]振荡， np 出现脉冲歹1]

l司内柄合泣应3 染料企总有界面y 界面:.HmJé将会

有i~11 份反射，由于界前 í[!染料后一般都较近.所以这

种油分反射的激光会n;:ìfHfJì表 t'tê上。在这种反射

的激光脉冲照fJn"]染料层的瞬刻，染料区的透过斗E

R口一些。 因此p 恰好此时通过染料层的!PJM<ì巾歹IJ

行另较快地指辰。 所以y 有一歹IJ强的脉冲列另一歹!J

就写勾H决地挺起来y 这一歹IJ 比前一歹IJm:后时间 L1 t v

同 FiL !i1二脉冲列增长起τ札会使革三脉冲罗IJ容易增

长毡来 . 第三列比第二歹Jj也落后时间 L.l t 。 同样3 可能

会使馆问列、第五歹IJ增长起忆上面的理论描述很

好地解释了上述的实验引果。

第二、 三等歹IJ脉冲的增长是有随机性的J 因为

各l噪声脉冲列的时间分布~随机的 . 所以伴随脉冲

的出吨应是随饥的。实验结果正是这样。 特别有题

的;止.有时会出现脉冲间隔正好是 36ps 三倍的脉冲

到 这表明2 由于随机竞争的结果p 第二和第三歹IJ有

一主增长以后p 又被抑制下去了，第问歹IJ反而增长起

己了d 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小。 上面描述的伴随

脉冲列的产生过程3 说明伴随脉冲的产生是由于主

脉冲引发的2 我们把引起伴随脉冲产生的这种脉冲

歹IJ间的作用，叫做锁t11脉冲歹IJ的搞合效应。

为了进一步证明脉冲列问存在搞合效应p 还用

如罔 2所示的波动锁枝，激光实验装置做了实验。 G1
是激光介IiJi悻一-l.!nllU离棒， Ra是谐振腔的输出镜，

是凹面反射镜2 凹面出率半径为 2.5m，透过率为

50%。乌龙染料盒，它由平面谐振腔全反射镜局和

...738. 

跑一
0 1 

rn 2 

厚 8mm 的 Kg~商夜仇组成。 几下'1 G2 之间是:支

相染料溶液巨，此层 ;'!- 0.2mm o 锁机会科民j夜 足五

甲 )11-二氧乙炕j在液。对这样的报污罚，用双'Jt子'IE

光法挂出了输出激光脉冲的时间门性p 何到的双光 -f

荧光照片如罔 3(α)所示。但脉冲间阳为 80ps。

光脉冲由染 1'‘十层传播到岛的右:&面， J t部分反 'HJé

传播到染料层所经历的时间被计算出) / :J 81 . G ps , 

和测E结果一致。 这 J二日可 y 采用弓应全反射镜fj; 合

成一体的1H斗企.~悦激光振荡器也有明显的脉冲

列间的iaf于放问。

因 3

为了消除伴随脉冲p 把困 2 巾的论刊企 01 改成

如阁 4 所示的法1;年 Jtrr ~是平而反 qi镜;G3 足

K9 玻璃的斜位圆柱体) K: 1...50 mill. 1ijα_80" ，圆

柱直径 φ15 日1mo 民和 G3 之间的染料市;夜层

0.2mill o 1 和 α 的选陪足为使倾斜均面上反M-:I"[ïi1 衷

的激光不照射到岛和1 G3 之间的染料区上p 以消除

脉冲歹IJ间归根j合效应。珩果始山的ifi机激光)J t< ìrl' 只
有一歹Jj脉冲出现〈图以的〕 。 用条纹 if1!几测仰的激光

脉冲泣形如图 3(c)所示p 脉冲宽度为 7ps。实阶结果

证实如果染料企外表面部分反射的激光不照射到染

料层上2 搞合效应就不存在，因而就不产佳作l1â H~ 

i中。

图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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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曼干涉法测量晶体的电光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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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f 本文报道用 1手里干涉仪通过同时记录干涉光强度和分束前光强度的方法挺测it品体的也光系数的混
，0.10 闸
'日 .，飞二。

关键词t 茨旦干涉仪 f fQ，光系飞飞

J / J _.. L， " 、
a=- I 一二二工L十一二-ι l

工 \ J .'J 1‘3 ! 

b= -2J丘正 1min )
2\ 1 .~ 1.3 ! 

(2 '\ 

用于于通俗1光法剖证!?!体的也光系去5l，迈常对通

光面的加工斐求ffU'Jj，并且要获η各个电光系统有

时还 ffj 1í rí:;难.旦然同内外已有人采用干涉补住
沾L1. 2]3 但它的测证速度却较慢。

我们的测fJ*~ilQ门罔 1 所示。设分束前的光强

度为 1.， 干涉后任忌时刻的光强 I 与 1， 之比可以表

示为:

式中。 和 b 是分别与两干涉付 III各光学元仲的透过

率和反射率有关的市主义pδ 元;这二付之间的光相{\L延

迟。 I皿H 和 Imln R: 1 的阪大{，'r和机小也 . I，~ 和 1 .;3 是

士=川∞s
式巾

因 1 测量装丘简因

1-4∞ mm 长内腔 He-Ne tr; :2一育小圆孔的屏1

3一偏振片 4一玻璃片 5一分束部 6、 7一电光晶

片 8、 9一全反射镜 10一凸透钱 11一有狭缝的
鼻 12、 13一光接收器 14一双笔记录仪

( 1) 1 u'.'. 
1m ", 

1... 

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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